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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信息技术与科学教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本课中加入了便携式显微镜、平板等现代电子设备和教育教
学软件，主要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与科学课堂的有效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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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过程

1.1�视频导入

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个视频，视频中的它们你们都认

识吗？（播放各种生物细胞的图片）

生：我认识一个，就是红细胞。

生：一个是豌豆，一个是水。

……

师：来揭晓他们的真面目吧！请看课件。（课件展示相

关细胞图片及对应的名称）视频中的它们都是什么？

生：细胞。

师：和你们平时看到的一样吗？

生：不一样。

师：我们是如何看到它们这样的状态的？

生：用显微镜。

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用显微镜来观察身边的生命

世界吧！

设计意图：学生上节课已经使用过显微镜观察过洋葱表

皮细胞，对于细胞的观察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各种细胞的视频导入，更富有视觉冲击，也进一步激发了学

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

1.2�生物细胞的观察

师：上节课我们观察了洋葱表皮，发现洋葱的表皮是由

一个个细胞构成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用显微镜来观察生物不

同部位的结构，看看在显微镜下我们能发现些什么。

师：上节课我们使用的是光学显微镜，今天彭老师给大

家带来了一个新武器。（出示加显微镜头的平板电脑）和平

时你们用的平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生：摄像头那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师：你们观察得真仔细，这个加装的镜头就是显微镜头。

我们今天就从老师办公桌上的叶片开始，我们一起用显微镜

来观察身边的生物吧！

（生操作观察，师指导学生观察以及拍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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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们观察到了什么？

生：我们观察到叶片上有一些小水珠一样的东西。

师：那是叶片的气孔哦！

师：使用这个显微镜的时候有什么诀窍吗？

生：把叶片贴近镜头，然后将镜头对着光，可以把叶子

拍得好清楚。

师：第一小组总结出了两个技巧：一是叶片要贴近镜头，

二是要有充足的光线。还有补充吗？

生：要两个人合作，手要稳，拍出来的照片更加清晰。

设计意图：平板加显微镜头的使用方法很容易掌握，学

生观察叶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观察叶片时在不断试错的

过程中掌握好工具使用要领，既从身边的生物切入了主题，

也为后面的观察实验作了铺垫。

师：和之前使用的光学显微镜相比，使用这个显微镜你

有什么感受？

生：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竟然能代替显微镜，我觉得

非常的不可思议。现在的科技真的好厉害啊！

生：与之前的显微镜相比，用这个显微镜观察更加快捷了。

之前的显微镜还要反复调试。

……

师：确实，这就是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同学们

也可以带上这个镜头到校园中、公园里去观察更多的生物。

设计意图：通过与之前的光学显微镜的使用进行对比，

让学生感受到科学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便利，也让学生意识到

由于工具的改进，人类才可以观察到自然界的许多秘密。另外，

最后的小结也是鼓励学生在生活中观察研究将细胞的兴趣。

师：你们还想观察更多的生物吗？

生：想！

师：为了观察种类的多样性，也为了观察的方便，老师

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不同的玻片标本，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师：在老师发标本的同时，也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件上

的温馨提示哦！

（课件出示“温馨提示”）

（提供给每个小组 �张玻片装片，装片上要有生物及部

位的名称，每组为一个主题，组与组之间尽量不同。）

学生活动：观察并用平板电脑将显微镜下的细胞拍照后

编辑好名称，在班级优化大师提交作业。

师：怎么样？显微镜下的世界是不是精彩纷呈呢？你们

还有什么发现想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吗？

（在生汇报的同时，师将各小组上传至班级优化大师的

照片通过电视屏幕展示出来）

生：我们组观察标本中有苍蝇、蝴蝶和蝗虫的翅膀标本，

我发现它们虽然都是翅膀，但是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感觉大不

相同。

生：玻片上看到只有一点点大，结果在显微镜下竟然长

这个样子。太惊讶了。

生：我们观察到了人体的毛囊、小肠、肾脏切片等标本，

它们都是人体组织，但是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

师：我们再来展示其他组的记录。有玉米的茎、玉米种子、

黑藻、向日葵花粉、百合的花药……你们还有什么发现的？

生：植物身上的各种细胞也是不一样的。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旨在让学生了解生物细胞的形态是

多种多样的，不同生物的细胞是不同的，生物不同器官的细

胞也是不同的。教材设计中，是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实验

操作相当费时间，学生兴趣减弱。新的显微设备的使用使学

生的观察兴趣更浓，且新设备的操作难度大大降低，观察效

率也就大大提升。

师：这些结构和我们之前视频中看到的细胞一样吗？

生：不一样。

师：你们猜测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生：不知道。

师：刚刚有个同学说你们看到的人血涂片是透明的，那

请同学们看看老师拍到的同一张标本，跟你们看到的有什么

不同？

（课件出示不同倍率的显微镜下拍摄的红细胞图片）

生：有密集的有疏散的，有大的和小的。

生：是因为显微镜倍率不一样。

师：是的，这个显微镜虽小巧便携，但也有它的缺点，

它只有���倍的镜头，所以不足以让我们看清楚更细致的结构。

因此在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时，通常还是会使用实验室用的

更高倍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我们一起通过来看看用更

高倍数的显微镜拍摄记录下的生物结构。你们发现了什么？

（课件出示高倍显微镜下的人体组织、动植物组织图片）



���

综述性文章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2卷·第 08 期·2019 年 12月

生：它们都像洋葱表皮一样，是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

师：那这些细胞都长得一样吗？

生：不一样。

（课件出示小结：生命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的形

态是多种多样的。）

设计意图：使学生认识到显微镜头虽然有它的优点，也

存在一定局限性。再通过图片展示来补充学生对于细胞观察

的不足，更加清晰的将细胞的结构呈现出来。让学生知道生

命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进一步加深对于细胞的认识和了解。

1.3�细胞的作用

师：生命体有这么多的细胞，而细胞的形态又是如此多样。

那不同的细胞对于生命体有什么意义呢？请同学们观看视频，

结合自己课前收集的资料，小组同学讨论并填写气泡图。

（播放视频《细胞的作用》）

生观看完视频后交流讨论完成气泡图。

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收获吧！

生：我们之前观察的红细胞是运输兵，可以帮助人体运

输氧气和养料，还可以运输二氧化碳和废物。

生：脂肪细胞可以将能量储存起来。

生：我们长得像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因为细胞的遗传作用。

生：白细胞可以吞噬入侵我们身体的病毒和细菌，是保

护身体的卫士。

生：绿色植物的叶片中存在着叶绿体让它们可以进行光

合作用，制造养料。

……

师：原来细胞不仅形态各异，它们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功

能呀！

设计意图：教材设计中，主要是学生通过教材阅读库中

的图文资料进行学习梳理。笔者搜集了一些视频和图片，通

过视频剪辑软件编辑成一段视频，并将资料库的文字作为旁

白解说。视频的资料比起图文资料更加直观生动，学生印象

对于细胞的作用理解得也更为深刻。[�]

1.4�小结

师：今天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少啊！如果没有显微镜的发

明，我们可以观察到细胞的这么多的秘密吗？

生：不可以。肉眼是看不到细胞的。

师：的确，因为显微镜的发明，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此精

彩的微小世界。人类由于工具的改进，才能观察到自然界的

许多秘密。

2�教学反思

通过前一节课学生自己制作洋葱表皮玻片标本并用显微

镜来观察到洋葱表皮细胞结构以后，学生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的大门，对于用显微镜来观察身边的生命世界满满的兴趣。

2.1�教学设计及过程反思

新课标中建议教师让学生观察各种动植物细胞，并指出

应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影响着社会发展。紧扣

课标，笔者制定了如下教学目标：

本节课笔者以极富视觉冲击的显微镜下的细胞图片导入，

更加吊起了学生的胃口，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紧

接着，又让学生从身边的叶片开始观察，自己去总结使用平

板和简易显微镜观察的技巧，让学生在试错过程中掌握实验

操作技能，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同时，让学生说说使

用实验室光学显微镜与“新武器”的感受，让学生感受到科

学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便利。接着让学生观察各种人体组织、

动物、植物的玻片标本，在以前的课堂上相同时间内学生最

多能观察 �-�个标本，由于发挥了信息技术的优势，学生可

以观察到 �个甚至更多，真正做到让学生观察到了显微镜下

丰富多彩的世界。

2.2�教学亮点

2.2.1�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硬件及软件，充分实现信

息技术与课堂的融合

首先，传统显微镜的使用，需要复杂的调试过程，而且

受环境影响较大。这节课中，笔者加入了平板电脑及显微镜

头的使用，新颖的观察方式，不仅使学生观察兴趣浓厚、观

察效率大大提升，还使学生能充分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对我们生活及学习的影响。

其次，软件《班级优化大师》的使用，能有效对于学生

的课堂表现（如倾听、合作、记录等）做出及时的评价记录，

有助于学生学习常规的养成和教师过程性评价的记录。而且，

班级优化大师能实时收集学生在平板上所做记录并在教师端

展示出来。软件的使用很好的实现了师生交互，也能很直观、

�2,��KWWSV���GRL�RUJ����������M[IIF[�VM�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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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展示学生的观察结果。

最后，“细胞”视频在课堂初始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对于

本课内容的学习兴趣，也很自然地导入到课题。“细胞的作用”

以视频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到了细胞对于生命体的意义，

比起图文讲解更加形象直观。[�]

2.2.2�教学设计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过程能较

好地达到教学目标

整个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每个环节都让学生自己在

探索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形成新知，充分体现了学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教学中，在已经使用过实验室光学显微镜的基础上，再

给学生尝试新的设备，引导学生观察多种动植物细胞以及人

体组织，最后以视频总结科学家以显微镜观察到的科学知识，

较好地达到了教学的各个目标，也发展了学生对于观察研究

身边的生命世界的兴趣。

2.3存在问题及改进方式

2.3.1�设备的局限性

本课中所使用的镜头有它的局限性，目前这种简易镜头

只能放大到 ���倍，能看到与肉眼较为不同的世界，但要看

清楚细胞的结构还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不利于学生对于各

个细胞结构的重点观察。观察细胞的结构环节，应该辅助以

更高倍数显微镜下的细胞图片，或以可连接电脑的电子显微

镜展示学生所观察的玻片中的细胞，让学生体会到细胞机构

的多样性。

2.3.2�教师引导不够

在两个观察活动中，引导学生进行细胞结构的细致观察

方面引导不够，使得学生对于标本的观察都停留在表面，没

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一方面，应在观察时进行更加细

致的指导；另一方面，应该给学生更多的时间观察和思考。

2.3.3�教师对于教学细节处理不到位

比如在学生活动环节，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观察、

感知、思考；教学环节间的过渡，有些环节略显脱节；课堂

结尾的小结略显啰嗦，语言不够简洁精炼有力……笔者应该

加强锻炼自己的教学素养，提高自己教学语言表达能力。多听、

多学、多练。

通过这节课，教师对于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手段也

多了许多了解，也能更好地将这些技术融合进科学课堂中。

学生在这个课堂上也展现了空前的热情，甚至有学生课后还

在回味——“这节科学课真的好有意思、好神奇啊！”总之，

通过现代教学设备、软件、教学设计等巧妙结合，构建了一

堂生动立体的科学课，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很多的收获与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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